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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闪耀世界田园
——一位浙江大学生的现代农业构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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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一个多月来，浙江农林
大学 2015 级园艺学研究生单幼
霞彻底“火”了。

近日，在拜耳作物科学和澳
大利亚未来农场主联合举办的主
题为“如何应对全球饥饿问题”的
全球青年农业峰会上，这个漂亮
的中国女孩，提出了一个同样漂
亮的构想——在城市烂尾楼里建
垂直农场，通过循环技术处理城
市生活和农业生产中的废弃物，
实现肉类、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
全年供应。

这次经历，不仅让这位 20 出
头的年轻女孩得以在更广阔的天
地内表达自己的农业构想，更让
她有机会结交到一群与她一样关
注农业、并全情投身农业的同龄
人，亲身感染到各国青年对于现
代农业发展的热忱与创造力。

“这个古老行业特别需要新鲜血
液。”单幼霞说，她非常希望用自
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农业有前景，
农业需要年轻的力量。

单幼霞，1992 年出生于绍兴
新昌县澄潭镇泄下村一个典型的
农民家庭。父母流转了十来亩地，
种一些粮食和蔬菜，偶尔在家附近
打打小工，还有一个姐姐在家工
作。年复一年，过着平凡的日子。

自小跟着父母在土地耕作的
单幼霞，对农业充满感情。高考
填志愿的时候，单幼霞填报了浙
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
的园艺专业。做了一辈子农民的
父亲并不支持女儿的选择，觉得
太辛苦了。“摆弄花花草草挺有意
思的。而且农学可以免学费，对
家里的负担也小。”考虑到家里的
经济状况，单幼霞很懂事。

一开始，和许多选择农业的
大学生一样，单幼霞对于未来充
满着迷茫。“大二的时候，跟着老
师一起参与果树实习实践，一起
淋雨一起躲雨，经历了从栽植草
莓苗到收获累累果实的欢欣。大
三的时候，园艺班的 58 个同学一
起管理一个葡萄园，葡萄树一年
进行两次修剪，浇水施肥等等。”
单幼霞说，这些丰富的成长经历，
让她培养了专业技能，一步步爱
上农业。

“去年这个时候，农学院朱军
老 师 在 学 院 年 级 群 里 转 发 了

‘2015 年全球青年农业峰会’的
征文消息，主题是如何应对全球
饥饿问题。”单幼霞说，这个主题
是自己一直在关注的。

“学校附近有许多烂尾楼，看
着这些资源被浪费，我觉得很可
惜。”单幼霞找到学校研究植物幕
墙的赖齐贤教授请教。赖教授鼓
励她可以从当下的环境问题和社
会问题入手，更好地应用专业技
术解决现代农业的大课题。

“中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
生了很多烂尾楼。如果能够利用
相应的农业技术，将这些烂尾楼
全部利用起来，建设成为‘垂直农
场’，既能够美观城市环境，净化
空气，又能够为城市就近提供安
全的农产品，岂不是一举两得？”
在赖教授的指导下，单幼霞确定
了以垂直农业作为破题手段，经
过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和准备，她
创作出《从烂尾楼到垂直农场
——开拓都市农业新疆域》这篇
参赛论文，提交到组委会。

今年 3 月，已经成功考取本
校研究生的单幼霞忽然收到了一
封邮件。经过组委会选拔，她成
为了33个国家100名青年代表中
3 位中国代表之一，拿到了前往
澳大利亚堪培拉参加全球青年
农业峰会的入场券。另外两位
是清华大学生物学系的博士胡
璞和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的
张文勰，单幼霞成为了唯一的中
国女学生代表。这篇一千多个
英文单词的英文征文，开启了她
的农业梦。

提出构想：
让自然回归自然

一个普通的园艺专业大学
生，对未来的粮食问题要付多
少责任？单幼霞说，印度朋友
的临别赠言，对她影响很深：I
t's not what you know.It's
what you do with what you
know comtribute to your peo⁃
ple.这句话的直译为：“不是你
所知道的，而是实践你所知道
的，才会对人类有所贡献”。平
时，她更多从自己做起，积极倡
导日常生活中的“3R”理念，即

“reduce：减少食物浪费；recy⁃
cle：循环技术的推广；reuse：废
弃物的再利用”。

看 得 更 多 ，想 的 也 更 多
了。针对中国目前正在进入

的老龄化社会，单幼霞提
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

构想，将农业工厂化
和 社 会 老 龄 化 结
合 起 来 ，让 目 前
一些闲散的劳动
力 转 为 农 业 的
劳动力。“很多
六十多岁刚退
休的老人，身体
还健朗，干起农
活来相当游刃有
余。还有，现在有

那么多爱跳广场舞
的阿姨，如果能把精

力分一部分到干农活上
去，既锻炼了身体，也产生

了效益，实现双赢。”
目前，单幼霞正在积极联

系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同学，拟
组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
更深入具体全面地开展垂直农
业技术的相关研究。她坚信，
学农的大学生是中国农业的未
来，大家要学好专业知识，开拓
学术视野，关注社会问题，一起
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积蓄力
量，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正在实验‘微型垂直农
场’，因塑料易老化，玻璃又易
碎，正在找替代材料，争取年底
能出产品。”单幼霞说，“微型垂
直农场”成功后，她会把规模扩
大到一个房间，再到一幢楼。

“在城市烂尾楼里建垂直
农场，这个理想化的项目要实
现，需要一个大资本的撬动，或
许距离彻底实现还有一段时
间。但目前，城市中的屋顶农
业、阳台牧场等已经成为现
实。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人成
为室内农夫，在自家的阳台或
者室内闲置空间栽培蔬菜作
物。”赖齐贤教授分析说，像单
幼霞这样的年轻人，正在一点
一点改变社会的观点，改变中
国农业的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点
滴的改变和努力，正聚沙成
塔，最终汇聚成磅礴的信心和
力量。正如单幼霞论文的结
尾，“我们必定可以运用智慧
并通过共同努力来消除饥饿，
实现人类更美好更持续的发
展。”

回归校园：让实践从我做起回归校园：让实践从我做起

核心提示：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

也。”如今，当传统的农耕者渐渐老去，当新的农业
技术与发展理念不断出现，现代农业的发展与乡村的

复兴，同样需要倚赖这样的新青年。
近日，一份名为《堪培拉青年农业宣言》的文件提交联

合国粮食安全委员会会议。这份宣言，既是今年全球青年农
业峰会的成果，亦是100位来自世界各国18至25岁与会青年
代表的智慧结晶。在这批年轻人中，23岁的绍兴女孩、浙江
农林大学硕士在读研究生单幼霞名列其中。

是什么样的构想让她叩开了这场世界农业青年的聚
会之门？各国的有志青年们，对于未来的农业发展又

有哪些独到观点与见解？

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逾
90 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越
来越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
人口的粮食需求。如何应对全
球的饥饿问题成为一个艰巨的
挑战。

今年 8 月 24 日至 27 日，拜
耳作物公司与澳大利亚青年组
织未来农场主联盟共同举办了
全球青年农业峰会。“峰会把我
们分成 15 个小组，从政治、经
济、社会、科技等多个方面进行
分类讨论，收获很大。”单幼霞
说，青年代表们相互沟通，聆听
励志演讲，实地考察体验农
业。作为各个国家的农业代
表，大家除了各抒己见，还耐心
倾听，期待制定出符合当地实
际情况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中国作为粮食进
口大国，国际上对中国农业越
来越关注。然而在讨论的过程
中，单幼霞也感受到，我们并不
能一味借鉴发达国家在农业发
展方面的先进经验。

“中国农业的未来还是要
建立在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对
症下药。”单幼霞坦言，在澳
大利亚参观现代农场的时
候，看到当地的机械化程
度已经十分领先，“动辄
几百万美元的专业化设
备，不需要人工操作，
就可以通过APP完成机
械耕作。对于像美国、
澳大利亚这样以连片的
平原地区为主、人工资源
短缺的发达国家来说，是
锦上添花的，但对于我们国
家来说却很难操作。”

一周的峰会经验，为单幼
霞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她感
受到全球青年为农业的未来共

同努力的决心。印度朋友 Bol⁃
lem Rajkumar，之前拿到了爱
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全额奖学
金，但他最终仍选择留在印度，
坚持做太阳能汽车的发明应
用，现已成功制造出全太阳能
农用汽车；皮肤烧伤的医学博
士生 Nikil Autar，对世界粮食
问题倾注了强烈的关注和热
情，表现出一个青年人的执着、
坚强、激情；智利的硕士生 Ja⁃
min，对水体净化和循环利用技
术十分感兴趣，正在开发一个
可以将养殖鱼缸里的水自行净
化处理的系统，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

“我被他们的创造力和社
会责任感所打动，要为自己的
人民做一些实事。”翻看着自己
与小伙伴们的合影，单幼霞若
有所思地说，“中国农业的未来
在哪里，我好像看到了方向。”

参加峰会参加峰会：：让中国面向世界让中国面向世界

胡璞

我来自湖北省一个普通的村庄。
由于地处大别山区的封闭环境，老家
的粮食过去基本只能靠自给自足。尽
管这里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但因为
土壤条件不佳，适合耕作的作物品种
不多，产量也受到了限制。

这种土壤条件限制耕作的情况不
仅仅出现在我的家乡，更在世界范围
内广泛存在。结合我在大学里学到的
生命科学知识，我认为发展合成生物
学的理论并创造出不同功能的细菌，
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改善土壤质量、提
高单位产量，从而缓解全球饥饿问题。

在外求学而时常漂泊的我，从老
家只鳞片爪的消息中了解到家乡正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市化的
推进，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而很多老人、农村妇女和孩子则留守
在家中。壮年劳动力逐年在减少，需
要精细耕作的田地也逐渐荒废了。

与此同时，随着规模化生产和营
销网络的建设，人们开始在同一地区
刻意地种植特定的作物。而当地的土
壤和肥料的供应可能并不完全适合耕
种这一作物，这又进一步减少了农作
物的产量和种植面积。这种情况不仅
发生在我的家乡，在世界上许多地区
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一方面，可耕地
不多，另一方面，耕地总面积也不断减
少。这迫使我们去尽力提高已有耕地
的利用率，并尽量使更多的田地适合
耕作。

这个难题我也为之苦恼过，直到
后来我接触并学习了合成生物学。合
成生物学的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是

“出于有用的目的，设计并建造生物设
备和生物系统。”目前，合成生物学主
要是创作并操控酵母和大肠杆菌等微
生物，使其能够发挥一定的生物学功
能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

有趣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恰恰是借鉴了大自然的规律。在物种
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体已经逐渐进化
出大量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所共享
的物质基础则是：几乎所有的生物体
都共享同一套基因转录、翻译和调控
的系统。

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些设计出来
的生物是否会破坏我们的环境甚至导
致基因污染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
在构建合成生物的同时也引入解决此
类担忧的“环境保护模块”。这个模块
会在可能产生生物失控的时候降解掉
人工合成的部分或者杀死合成生物。
在实际解决土壤问题时，我们多半会
使用大肠杆菌等细菌来作为改造对
象，因为它们拥有较高的生物量和方
便操控等优势。

在今年的青年农业峰会上，来自世
界各地的优秀年轻人齐聚一堂。因为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背景，
沟通和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
我觉得举办峰会的意义所在：青年人更
容易理解和接受不同的观点，这正是以
后解决全球问题的必要基石。

会议中，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那就是我们的祖国真的强大起来了！
一开始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国家的
代表可能不太会主动地分享观点，但
当演讲者在讲演中都表明他们的议题
得到过中国的支持和参与时，或者，当
其他代表说完自己的想法，主动提出
想了解下中国的情况和看法的时候，
一股自豪和骄傲的感情会在心中油
然升起。会场中，你会感受到一个日
益强大的国家真的会撑起你的脊梁。

作为一名普通的生物学研究人
员，我坚信，人类惧怕受到伤害，并不
因为我们铸造了锋利的剑，而是我们
缺乏积极面对的勇气和充满自信的那
双握剑之手。科学工作者将会用积极
进取的决心和小心谨慎的态度来研发
和使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而这无疑
需要每个人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为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博士
研究生，2015年世界青年农业峰会的
3名中国学生代表之一）

用青春和科学
改进农业

单幼霞

各国代表相聚全球青年农业峰会

沈一帆 绘


